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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吴菁在本书的导论中提到，“魔镜是我在思考本论题时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意象”，而我记得最初当我
们讨论本研究的题目时，我们提到了“魔镜魅影”四个字。
后来，她说老觉得这四个字像鬼魅阴影一样缠绕着她不得安宁。
正如她自己所说，“魔镜的寓意正好道出了现代人、尤其是女性在某种意义上的生存境遇。
这不完全指女性和镜子好像有着更直接更频繁的关联，而更重要的指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使我们无可
逃遁地生活在媒介文化之中，它以日复一日的巨大的复制再生产作用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它一方面映照着现实，提供了种种性别形象与观念，在男性中心意识仍然是普遍现实的情况下，这些
性别形象有没有或者如何铭刻了当前依然存在的男性中心话语；另一方面媒介文化也在建构着现实，
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女人是有魅力的女人、什么样的男人是成功人士，女性面对着这样一面有魔力的镜
子，她该描画什么样的眉毛、变换什么颜色的头发、有着什么样的笑容、保持什么样的身段、选择什
么样的爱情乃至生活方式，大众传媒都为她们提供了种种诱人的范本以及修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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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一个时代都有关于性别的流行叙述与想象，它不仅构成了人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基础，同时也意
味着建构的权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正在面对重新建构性别和定位女性的过程，性别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方
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更为剧烈的变化。
这种剧变是与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的扩张同步发生的。
女性／性以及身体，已然成为消费文化的畅销符号，作为符号的女性，在大众传媒中以大爆炸方式被
生产出来，填满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空间。
　　本书从最受中国大众喜爱的虚构性叙事形态的影视情节剧中选取了四种主要的女性呈现模式——
灰姑娘模式、花木兰模式、潘多拉模式以及盖娅模式，考察它们在当代中国历史语境之下的动态走向
及其互动关系。
从这些女性呈现模式的变与不变之中阐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性别意识形态及其运作方式的变迁，这构
成了本书的核心问题。
在这种阐释中，也呈现了女性主义媒介批评的立场以及对这种批评自身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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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导论魔镜是我在思考本论题时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意象。
就像白雪公主的继母不停地问魔镜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也如同当前在全球流行的华人女歌手李
玟在一首歌中所唱到的，“魔镜魔镜告诉我，男人到底要什么⋯⋯贪心的男人总是希望你有天使的脸
孔和魔鬼的身材⋯⋯M1RRORMIRRORONTHEWALL，WH0‘STHEFAIRESTOFTHEALL”。
镜子在人类文化史上可以说是最古老最丰富的一个意象，它的意义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指它是对外界真实的自然模拟式的反映与再现，我们通过它认识周围的世界，这也是艾布
拉姆斯《镜与灯》中的镜子，这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观念中的镜子。
第二个层面是指镜子给我们提供的形象是虚构的自画像，是一种心理投射和建构，这是拉康的镜子，
也是后现代主义观念中的镜子。
魔镜的寓意正好道出了现代人、尤其是女性在某种意义上的生存境遇。
这不完全指女性和镜子好像有着更直接更频繁的关联，而更重要的指大众传媒的飞速发展使我们无可
逃遁地生活在媒介文化之中，它以日复一日的巨大的复制再生产作用着我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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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你适合走感性的学术方向。
从前，一个学者前辈对我说。
这多少有点分裂感的评价其实暗示了某种悲剧性，能够挑战规则或者灵活跨越规则的只是少数极端聪
明或者极端幸运的人，大多数人须要老老实实地做事，老老实实地生活。
何况学术。
它太容易让人感受到敬畏和挫折，漫长的时间，无穷的茫然，似乎只完成了那么一点点事情，只是极
偶尔才感受到那种精神的狂喜，的确很美。
但这种孱弱的美随时可能被更多的茫然和怀疑所摧毁，它既来自学术自身，也来自学术之外。
也许我不是一个坚强的人。
所以我要深深感谢许多人。
首先特别感谢我的博士导师尹鸿先生。
他是一位既让人轻松又让人紧张的老师，令人轻松在于他能在谈笑问完成对学生的指导，让人紧张在
于他永远犀利尖锐，以至于绝少的表扬每每让我们怀疑是不是反语。
感谢清华大学中文系罗钢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刘建明教授、杜克大学刘康教授，他们对我的这本小
书给予了宝贵的意见和慷慨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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